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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被譽為「發⾔者的⾓落」，現已成為影⾳界的翹楚，不僅帶動了網路的娛樂市場，龐⼤的流量更是在社群平台上搶得先機，近來助⼒於創
作產業中，每年因爲YouTube⽽爆紅的網紅以及YouTuber圈的收入更是不容⼩覷。近期卻因為⾃動推薦系統引發熱議，有時影片可能會導流出⼀些
不當內容，未被下架反倒成為演算法的推進動⼒，本文將逐步解析「⾃動播放鍵」的好與壞。

演算法：⼆度傷害的兇器
知名網紅Logan Paul曾在YouTube上發佈進入⽇本青⽊原森林（⼜稱⾃殺森林）探險的影片，在拍攝影片時路過了⼀位不明死者，不但沒有停⽌攝影，反⽽在
畫⾯中公開死者的屍體，嬉⽪笑臉的態度更是引發⼤眾熱議。這部影片的不當內容在發佈後的24⼩時內被YouTube的演算法不斷推進，雖然影片在遭到檢舉
後隨之下架，卻已經在短短的時間內累積了數百萬次的觀看次數。

在Paul的道歉聲明中提到他上傳影片時只是希望帶給⼈們「震驚」的效果，卻沒想到事情會演變⾄此。

許多YouTuber會以幽默、搞笑的風格來創作影片，這是受⼤眾熱愛程度的影響，只要影片的內容夠有話題性、能夠衝⾼觀看次數，那麼得到的收入就會愈
⾼，也就是說，YouTuber為了達到預期成效，會誇⼤影片的故事性，扭曲了原本的真實性。因此YouTube上的影片不免有⾎腥、暴⼒、⾊情的內容，這些內
容並不會在剛上架就被審核是否適宜，⽽是需要等到有⼈檢舉後，YouTube的後台才會出動檢查。

⾃動播放⽽產⽣的詭異影片
YouTuber 啾啾鞋曾經實測⾃動播放功能最後會連結到什麼樣的影片，⾸先他從發燒影片中隨機選了⼀部影片，打開⾃動播放按鈕後，持續點選在「即將播
放」欄位中的第⼀個影片。他發現如果影片中有熱⾨的關鍵字，那麼同類型的影片就會連續出現好幾次。

「依照我前幾次的實驗，遇到比較像電視節⽬的內容，像是⾦家好媳婦，或關鍵字比較熱⾨的，像是火影忍者、海賊王，就會連著好幾⽀都播同樣的。」

很快地影片就開始跳到了有關於親⼦教育的內容，仔細⼀看可以發現⼤多的影片都看似有親⼦之間的互動，劇情卻顯得有些無厘頭，尤其是⽤動畫軟體呈現
的內容，兒童觀看的適宜性反⽽更低。同時他也提到，不管經過幾次的實驗，⾃動播放功能最後都會將觀眾帶到有關此類型的影片，直到推薦的欄位空⽩。



▲   YouTube的⾃動播放功能。（照片來源 / Freepik）

⾃動推薦系統真的這麼好嗎？藏在背後的商業操作
使⽤過YouTube的⽤⼾多少都能夠感受到，在按下⾃動播放鍵後，YouTube會根據演算法開始推薦⼀些相同類型的影片內容，這樣的機制有助於觀眾不⽤再次
啟動搜尋引擎，就能繼續觀看感興趣的內容，不過也可能因此造成使⽤上的困擾與負⾯影響。

「我有⼀次搜尋某個交通事故的報導，連續看了幾個之後，底下跳出來的影片幾乎都是關於⼀些意外事件的，如果我不想再看到這些內容的話，只能重新搜
尋過後再把它們洗掉。」

受訪者陳同學表⽰如果打開影片⾃動播放的功能，那麽接下來的影片都會跟最初觀看的是同⼀種風格，有的時候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喜歡，不過還是會按
照推薦的模式持續看下去，直到看膩了相似的內容才會重新搜尋再刷新⼀次。

台灣網紅「志祺七七」曾經參與過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會Podcast節⽬的專訪，分享⾃⾝經營YouTube頻道的⼼得以及對YouTuber圈的觀察。他在受訪時提
到，團隊在製作影片時便固定將原為7分鐘的短片增⻑到13⾄15分鐘，這是因應YouTube演算法做出的調整

 

「演算法在推動的事情，就是讓觀眾能夠更⻑時間留在這個影片平台，以及產⽣更多的互動數。」

 

為了提升觀眾的停留時間和互動數，團隊們會透過⼀次⼜⼀次影片上架的數據經驗來做判斷，也會直接和YouTube公司討論，為的就是達成在演算法中最重
要的兩項數據⽬標。

根據報導指出，⼀位在Google⼯作的前員⼯因為提出與演算法相關的建⾔，引發上司不滿⽽遭解僱，之後他便開始著⼿於YouTube推薦機制的研究，希望將
演算法公開透明化。

▲ YouTube的使⽤介⾯與影片的數據資料。（照片來源 / Freepik）

YouTube 的推薦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呢？
YouTube⼯程研發副總裁Goodrow曾在⾃⼰的部落格中解析有關於推薦系統（recommendation system）的運作⽅式。⾸先在YouTube上的觀看次數就是來⾃於
推薦系統，這個⽅式所帶來的成效更勝於「頻道訂閱」和「搜尋功能」。⾃動推薦系統除了在⾸⾴介⾯會優先陳列出觀看數較多的影片給使⽤者之外，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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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看⼀段內容之後的「即將播放」⾯板上做操控。

那YouTube是如何篩選要推薦哪些內容給使⽤者的呢？

⾃動推薦系統會參考超過 800 億筆稱為「信號」的資訊，從蒐集使⽤者的點擊次數、觀看時間和問卷調查回覆，不斷地更新資料與進化。

⾸先是點擊次數的推薦指標，在YouTube開始建構推薦系統（2008）時便以此為基準，這項指標被認為最具有參考價值，因為點擊次數越多則代表越受觀眾
喜愛。不過光靠這項數據是不完善的，因為點選⼀部影片並不能代表觀眾確實把影片的完整內容看完，也不能確定觀眾是否保有喜歡與認同的態度，不能排
除是因為被影片的封⾯或是標題吸引點入後，卻在短短幾秒內⼜跳出畫⾯。

因此觀看時間的數據也在2012年被加入了推薦系統的信號指標，其中包括觀眾看過哪些影片，以及持續觀看了多⻑的時間。⼯程研發副總裁Goodrow 表⽰，
雖然在觀看時間納入系統之後，觀看次數的數據隨即下滑了 20%，但 YouTube 認為，推薦系統為觀眾提供更多價值是更重要的，整體推薦的品質也會有所提
升。

為了評估「有價值的觀看時間」（valued watchtime），YouTube近期也不定時在影片的片尾或是廣告中發布問卷調查，蒐集使⽤者的感受與回饋，像是請觀
眾為觀看過的影片評定⼀到五顆星的分數、詢問給予該評分的理由，再根據獲得的答覆訓練出⼀個機器學習模型，藉此預測所有⽤⼾的可能答覆，以⽤於影
片推薦，這樣⼀來就能更加確認觀眾認為觀看影片所花費的時間是否具有價值。

▲數據資料⻑條圖。（照片來源 / Freepik）

YouTube⾸位⾏銷和公關總監Julie Supan在專訪中提到成功的秘訣：「我們主打的是情感共鳴，YouTube是⼀個每個⼈都可以參與其中的舞台。」

YouTube不計較影片內容的專業程度和品質⾼低，推送⼤眾喜愛的影片才是最重要的，同時他們讓影⾳創作者有⾜夠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就像是分享者的親
⾝體驗般，他們在乎觀眾看到了什麼，是否能引起共鳴。

YouTube的成功之計就在於活躍於平台上的每⽇⽤⼾，他們藉由每個⼈都可以是創作者和觀影者的⾝份提⾼⽤⼾的使⽤時⻑，也就是說相較於其他平台，⼤
眾對於YouTube的黏著度是更⾼的。

總⽽⾔之，YouTube的商業模式本⾝就是⽭盾的存在，在限制影⾳內容的同時，流量也會跟著減少，這樣便會導致獲利降低。要如何塑造出正⾯的形象，卻
⼜不過於限制影片的內容，是YouTube需要去努⼒的⽬標。不管是⾝為觀眾或是創作者的我們，都應該保持著監督並保護⾃⼰的義務，提⾼在觀看任何資訊
時的危機意識，同時也抵制不恰當的內容繼續散播在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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